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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出海赔本，烟台七成渔船歇业
受渔业资源减少和捕鱼成本增加影响，大部分渔船只打秋天一季鱼

同“肝”共苦三人

昨天已经出院

本报聊城 4月 1 9日讯
(记者 王尚磊) 19日，本
报报道了一名妻子为救治
患肝硬化、病情危重的丈
夫，和婆婆各捐半个肝，移
植到丈夫体内的感人事迹，
受到社会关注，当天下午，
这一家三口的身体恢复良
好出院回家。

“感谢社会上好心人的
关心。”19日上午，在聊城
市人民医院病房楼内，李月
峰正和妻子收拾行李准备
出院，他行动自如，和正常
人没啥区别。

今年3月22日，是李月
峰一家三口难以忘记的一
天，因为这一天李月峰接受
了手术，并且非常成功。目
前在李月峰身体内存活着
的肝脏来自他的老婆和母
亲，手术中，李月峰的妻子
捐出530克肝脏，患者母亲
捐出300克肝脏。

医生介绍，李月峰一家
三口体内的肝脏恢复良好，
符合出院的条件，但李月峰
每年需要按时复查，服用免
疫抑制剂。当天下午，李月
峰和妻子以及母亲出院回
到茌平的农村老家。

本报烟台4月19日讯 (记者
李娜) 谷雨时节，本是打鱼的好时
候，然而，烟台多个港口的绝大多
数渔船因渔业资源减少和捕鱼成
本增加等，都停在海港，只等着打
秋天一季鱼。19日，记者来到烟台
莱州三山岛港口，发现这里有1000
多艘渔船，靠港停产的渔船占到9
成。整个烟台目前只有约1/3的渔
船出海作业。

有的港口9成渔船停产

19日上午，莱州三山岛渔港内
海鸥成群，船员老曹正在给渔船刷
漆，紧挨着的另一条船断断续续传
出电焊声。和记者想象中的繁忙景
象不同，渔船一条挨着一条，大都
静静地“躺”在港内。

“除锈、刷漆，其他时间就耍。”
老曹说。老家在滨州的他，已经在
莱州三山港做了10年的船工。虽然
一年只在春节的时候回一趟家，但
是他真正跟随渔船出去打鱼的时
间仅仅有4个月。当记者问为什么
这么多渔船都不出海时，蹲在船舱
里刷漆的他反问了一句：“没有鱼，
有什么可打？”

海港监管科的一位工作人员
说，三山岛渔港内粗略统计有1000
多条渔船，目前出海的只有一成左
右。过了“五一”，出海的小渔船能
再多一些，但是绝大多数渔船只打
秋天一季鱼。

“一年只打4个月的鱼”

记 者 在 港 口 等 了 1 个 半 小
时，终于有一条渔船靠岸了，但
船舱内不是鱼虾而是一船肥蛤。
船主说，这个季节本来应该已经

有鱼虾了，但最近几年春季基本
捕不到，而且很多鱼他们都见不
着了。

年近六旬的季广正已经和渔
船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以前一年
打11个月的鱼，现在只打4个月的
鱼。”季广正说，这种情形已经有五
六年了。

季广正告诉记者，从2010年开
始，柴油价格噌噌涨，工人工资也
涨了。2010年船员工资是五六千
元，现在一个月最少是七八千元，
他家8个船员一月要开六万元的工
资。渔船上坞7天检修一天1000元，
如果有个小毛病，就要近万元，换
新的渔网又得五六万。他说，不是
不想出海打鱼，是出去一趟很可能
就赔着回来了。

许多渔船“越干越亏”

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
科长王宏亮说，从调研的情况看，
今年烟台市春汛捕捞生产明显差
于去年同期。1月末出海的渔船，产
情不理想，少量渔船略有盈利或保
本经营，大部分出海渔船处于亏损
状态。进入3月份后，产情更差，导
致很多作业渔船都选择靠港停产。
烟台只有约1/3的渔船出海作业，
主要从事近海定置网、流刺网等低
油耗作业，捕捞品种主要为小杂
鱼、虾蟹类、贝类。从全省情况看，
今年1-3月，600马力以上渔船约有
70%-80%停产；300-600马力渔船
约有80%-90%停产；300马力以下

的小马力渔船停产率接近100%。
烟台市水产研究所所长陈相

堂说，去年以来，我省沿岸受寒潮
海冰影响，气温及海水温度均较
往年同期偏低1℃—2℃，造成鱼
汛时间推迟。同时由于渔业资源
衰退，对虾、带鱼、小黄花鱼等传
统渔业资源已形不成鱼汛，致使
鱼群分散，捕捞减产，目前，烟台
能够形成鱼汛的只有鲅鱼。再加
上占捕捞生产成本70%以上的燃
油费居高不下，柴油批发价已由
2010年初的每吨6400元涨至现在
的8750元，船员每月的工资也比
去年同期涨了约1000元。这些因
素使得渔船出现“越干越亏”的情
况，导致很多渔船都选择靠港停
产。

密密麻麻的渔船停靠在码头上不出海。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格聊城婆媳“拼肝”
救亲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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